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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近期在天水圍發生的家庭及社會慘劇引起了公眾的廣泛關注， 特別是該區居民

所身處的不利社會條件及社區融合的問題。 為此，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香

港浸會大學進行是次研究，從個人及組織的兩個層面去探討天水圍北居民的社會

網絡的情況。 

 

在二零零八年七月到十月期間， 研究小組分別邀請了二十一位天水圍北的居民

及八位社區組織人士， 接受一項半開放式的深入訪問。 受訪的居民組包括了八

位在職人士， 八位非就業者及五位居港少於 7 年的新移民。 而社區組織人士組

則包括四位前任及現任的元朗區議會成員， 兩位社區組織代表和兩位社會福利

處(元朗區)的社會工作主任。 

 

是次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1. 天水圍北是一個凝聚力不足的社區。 受訪者表示與鄰居的關係大多流於表

面， 居民的互信程度較低， 自我保護意識強烈， 以及社區參與欠缺主

動性。 居住時間短及複雜的人口結構都是影響社區團結的主要因素。 

 

2. 受訪者一般只信任其家庭成員， 並大多只於與他們分享內心感受， 他們

把鄰舍及社區內所結識的朋友視作同伴和需緊急支援時的資源。 因此， 

在這脆弱的社區關係中， 家庭變成了最終的支持核心。 

 

3. 由於天水圍北處於較偏遠的地理位置和缺乏方便的交通網絡，受訪者與家

庭和朋友的碰面交往減少， 而聯繫也變得相對疏離。 

 

4. 經濟資源較貧乏的受訪者， 如領取綜緩人士和待業者， 他們往往因為不

能負擔社交活動的費用和自覺社會地位低微， 而減少社交活動或逃避參

與社區事務。 

 

5.  受訪者認為住宅樓宇的設計阻礙了鄰舍之間的交往， 同時降低鄰居之間

的碰面機會和互相拜訪的意慾。 

 

6.  社會網絡在傳播社區資訊和推動居民參與社區活動中擔當了重要的角式。 

 

7. 女性與社區的聯繫較男性密切， 而家庭主婦又比在職者更投入社區， 這

是因為女性往往透過料理日常家務和照顧孩子等活動，獲得更多接觸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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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和接收社區資訊的渠道， 她們也有較多的閒暇時間去參與多方面

的社區活動。 

 

8. 社區中的本地居民與新移民之間互相為對方定下主觀的標籤， 成為彼此間

的無形隔膜， 妨礙了他們之間的交往。 因此， 在受訪者中， 本地居民

或新移民多與相同背景的居民為伍。 

 

9. 受訪者對社區的投入一般採取較被動及內斂的態度， 他們情願當參與者， 

而不願意當社區活動的負責人， 也較不願意成為社區的推動者。 很多受

訪者均表示他們對自己的能力有所保留， 這種內斂的態度很可能也影響

了他們對社區參與的投入性。 

 

10. 受訪者普遍認為互助委員會和區議員的工作成效低， 不能對社區作出很

多正面的改變，他們也一般不信任區議員對社區關懷的真誠度。 

 

11. 擁有廣泛社交網絡的受訪者對社區的歸屬感和滿意程度較高， 特別是那

些有家人或朋友住在同一個社區， 或參與社區組織的受訪者， 他們一般

對社區有較正面的看法， 和較不願意搬離該區。 

 

12. 新移民受訪者較本地居民對社區更有歸屬感。 新移民比對本地居民擁有

更多的朋友， 較積極參與社區， 對社區有較正面的看法， 也不打算在

短期內搬離該區。 

 

13. 由於天水圍北的社區團體之間， 擁有不同政見和存著資源競爭的關係， 

它們大多各自獨立運作，相互間的合作很少。 此外，受訪者亦批評政府

沒有盡力推動以居民為本的社區組織。 

 

從是次的研究發現中， 歸立了以下對政府政策上的意見： 

 

1. 天水圍北需要更直接的交通運輸服務， 使居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抵達

市內其他地方， 這有助鼓勵居民與區外的親友保持接觸。此外， 也應該

適當地調低往來天水圍北的交通費用或提供交通費折購優惠與該區居民， 

讓社會資源較貧乏的居民也能到訪區外， 享受社交生活。 

 

2. 為了避免讓經濟條件較差的居民受到社會隔離， 應適當地發展當地經濟， 

為他們提供更多的就業機會。 再者， 若居民能留在區內工作， 他們便

能享有較多時間， 與家人及親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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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天水圍北擁有著多元文化的人口結構，推動社會包容及共融是加強社

區凝聚力不可或缺的一環，特別是本地出生的居民和中國內地新移民相互

之間的包容； 為了促使彼此間的交流， 應鼓勵一些能加強互相認識的社

區活動。 

 

4. 為了讓居民更容易得到區內資訊， 社區團體應考慮直接把資訊傳達給居

民， 譬如在大廈大堂及其他公眾地方的當眼處張貼海報， 也可以把訊息

派發到居民的信箱內。 

 

5. 鑑於現時社區活動的主要參與者， 以女性 (家庭主婦為主) 和兒童為主， 男

性、 年青人及在職人士大多因為沒有時間或缺乏興趣而不願參加。 為了

吸引更多的居民參與， 社區活動的內容應更具創意及彈性。 

 

6. 為了增加天水圍北的社區凝聚力， 可舉辦一些社區活動來提高居民的自

我能力認同感。 此外， 也應推動及發展一些以居民為本的自助組織，以

加強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及投入度。 

 


